
临床护理进展                                                                              2025 年第 4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Advances in Clinical Nursing                                                           https://jacn.oajrc.org/ 

- 144 - 

护理部区域化负责制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解红英 

涟水县中医院  江苏淮安 

【摘要】目的 探析护理部区域化负责制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我院 2023 年 2 月至 12 月

（实施前，采用常规管理模式）与 2024 年 1 月至 11 月（实施后，实施区域化负责制）期间的 50 例护理人员为

研究对象，两个时间段的护理人员均为同一批。对比实施前后的护理质量评分、患者满意度。结果 实施后的护

理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实施前，具有显著差异（P<0.05）；实施后的患者满意度显著高于实施前，具有显著差异

（P<0.05）。结论 护理部区域化负责制能够显著提升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值得进一步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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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egion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nursing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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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shui Count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Huai'an, Jiangsu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egion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Methods 50 nursing staff from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to December 2023 (before implementation, using 
conventional management mode) and from January to November 2024 (after implementation, implementing region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nursing staff in both time periods were from the same 
batch. Compare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complaint rate, and dispute rate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Results Care 
quality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implementation (P <0.05); patient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implementation,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Conclusion The region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nursing depart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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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患者需求的日益提高，

护理质量管理在医院管理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传统的护理管理模式往往存在责任不明确、管理效率

低下等问题，导致护理质量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区域化

负责制作为一种新型管理模式，通过将护理区域划分

为若干责任区域，明确各区域的职责和权限，以实现更

高效、更精细的护理管理[1]。本研究旨在评估护理部区

域化负责制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效果，以期为医

院护理管理提供参考，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选择我院 2023 年 2 月至 12 月（实施前，

常规管理模式）与 2024 年 1 月至 11 月（实施后，区

域化负责制）期间的 50 例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两个

时间段的护理人员均为同一批。其中，女性 48 例，男

性 2 例；年龄 25-45 岁，平均年龄（32.56±6.89）岁；

初级职称 30 例，中级职称 20 例。纳入标准：在我院

从事护理工作超过一年的护理人员；无重大违纪违规

行为记录；自愿参与本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在研究期间因故离职或调岗的护理人员；因个人原

因无法配合完成研究的护理人员；同时参与其他研究

者。 
1.2 方法 
1.2.1 常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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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3 年 2 月至 12 月期间，我院采用常规管理

模式进行护理质量管理。该模式下，护理部统一负责全

院护理工作，各科室护理人员按照职责分工进行日常

工作，护理质量由护理部定期检查和评估。 
1.2.2 区域化负责制 
在 2024 年 1 月至 11 月期间，我院开始实施护理

部区域化负责制。具体措施如下： 
（1）区域划分：首先，收集过去一年的各科室床

位使用率、护理工作量、护理难度等关键数据，进行深

入分析。护理部负责人与各科室负责人共同实地考察，

了解科室布局、患者流动路径等实际情况。基于数据分

析和实地考察结果，将全院划分为五个责任区域，分别

是内科区域、外科区域、急诊区域和特殊护理区域。每

个区域根据科室特点、患者需求和护理工作量进一步

细分若干子区域，如内科区域可细分为心血管内科、神

经内科等子区域。每个区域根据护理工作量配置相应

数量的护理人员，并指定一名高年资护理人员作为区

域负责人。 
（2）职责明确：为每位区域负责人制定详细的职

责清单，明确其职责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区域内护理人

员的培训、考核、排班、质量监督等。组织区域负责人

参加培训会议，深入解读职责清单，明确各项任务的具

体要求。同时，鼓励区域负责人与护理部保持密切沟通，

及时反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区域负责人需根据职责

清单，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并落实到位。 
（3）制度完善：制定一系列与区域化负责制相关

的管理制度，如《区域负责人职责规范》、《护理人员

培训与考核办法》等。根据区域化负责制的特点，对现

有的护理工作流程进行优化，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有序

进行。建立完善的奖惩机制，对表现优秀的区域和护理

人员进行表彰和奖励，对存在问题的区域和护理人员

进行批评和处罚，以激励护理人员积极工作。 
（4）质量控制：区域负责人需对区域内护理质量

进行日常监督，确保各项护理措施得到有效落实。护理

部定期组织区域间护理质量交叉检查，通过对比不同

区域的护理质量，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利用数据分析

工具，对护理质量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找出潜在问题并

制定改进措施。同时，将分析结果及时反馈给各区域负

责人，以便其及时调整工作计划。此外，鼓励区域负责

人和护理人员积极参与质量改进活动，提出改进建议，

不断完善护理服务质量。 
1.3 观察指标 
（1）护理质量评分：采用医院自制的护理质量评

价量表，对实施前后的护理质量进行评分。该量表包括

基础护理、护理文书、消毒隔离、重症患者护理等多个

维度，每个维度满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护理质

量越好。 
（2）患者满意度：实施前后分别抽取 200名患者，

采用本院自制的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对患者满意度进

行评估，该问卷涵盖服务态度、护理技术、沟通能力、

病房环境、健康教育等多个维度，总满意度=非常满意

占比+满意占比。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经 SPSS23.0 处理，采用卡方（χ2）对分

类变量进行统计，使用 t 对连续变量进行统计，以%和

（ ）表示，P<0.05 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对比实施前后的护理质量 
实施后的护理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实施前（P<0.05），

详见表 1。 
2.2 对比实施前后的患者满意度 
实施后的患者满意度显著高于实施前（P<0.05），

详见表 2。 
3 讨论 
护理质量管理作为医院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直

接关系到患者的治疗效果和满意度，是提升医院整体

服务质量的关键所在[2]。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患

者需求的日益多样化，护理质量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挑战。因此，探索并实施一种高效、精细的护理管理

模式，对于提高护理质量、保障患者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表 1  实施前后的护理质量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基础护理 护理文书 消毒隔离 安全管理 重症患者护理 

实施前 50 92.56±2.54 92.06±1.64 93.21±1.26 92.11±2.13 91.03±2.94 

实施后 50 98.23±1.65 97.46±1.06 98.06±0.40 98.35±2.24 97.69±2.48 

t - 13.237 19.554 25.942 14.275 12.244 

P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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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施前后患者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实施前 50 20（40.00） 22（44.00） 8（16.00） 42（84.00） 

实施后 50 30（60.00） 19（38.00） 1（2.00） 49（98.00） 

χ2 - 
 

11.966 

P - 0.001 

 
在常规管理模式下，护理部统一负责全院护理工

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护理工作的有序进行，但

也存在责任不明确、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3-4]。此外，

由于护理质量的评估和反馈机制不够完善，导致问题

难以及时发现和解决，从而影响了整体护理质量的提

升[5]。然而，区域化负责制的引入为护理质量管理带来

了新的思路。该制度通过将护理区域科学合理地划分

为若干责任区域，为每个区域明确了清晰的职责和权

限边界，能够实现护理管理工作的精细化和高效化运

作。在这种模式下，区域负责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们不仅能够深入了解和掌握本区域的具体护理需求

和存在的问题，还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行之有效

的护理计划和针对性措施[6]。这不仅增强了护理工作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还有效提升了护理质量，使得患者能

够享受到更加专业、细致和贴心的护理服务。此外，区

域化负责制还促进了护理团队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能

有效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为医院护理质量的全面提升

奠定了坚实基础[7]。本研究结果显示，实施区域化负责

制后，护理质量评分及患者满意度均得到了显著提升，

这充分验证了该制度的有效性和优势。这一结果的成

因在于，区域化负责制通过明确职责、优化流程、加强

监督和奖惩机制等措施，激发了护理人员的积极性和

工作热情，提升了护理工作的规范性和专业性[8]。 
综上所述，护理部区域化负责制在护理质量管理

中展现出显著的应用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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